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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交通运输部办公厅、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中国

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

货车ETC发行服务有关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就

进一步做好货车ETC发行服务有关工作提出相关要求。

2019年以来，各地各有关部门大力推进高速公路电

子不停车收费（ETC）推广应用，截至2021年9月底，全网

ETC平均使用率已超过66%，高速公路网通行效率大幅

提升，物流降本增效明显增强，人民群众体验感和获得感

大幅提高，但部分地区仍存在货车ETC难办理等问题。

为切实解决货车ETC办理难题，保护货车司机合法

权益，促进物流降本增效，《通知》要求，在延续既有ETC

金融服务的同时，支持商业银行遵循风险可控和市场化

原则办理货车ETC信用卡业务，用于通过ETC交纳货车

通行费。支持商业银行推出小额贷款、银行账户预存资

金等多样化产品和服务，优化业务流程，为货车用户提供

更多选择。鼓励具备条件的地区，优化完善相关政策，引

导货运物流企业、汽车销售企业和货运平台企业等，为货

车办理ETC提供担保。支持担保公司等机构提供担保等

服务，帮助货车办理ETC。

对不具备授信条件的用户，《通知》要求，商业银行可

在依法合规、科学合理、平等自愿的基础上，与用户约定

设置ETC通行费支付结算保证金，防范垫款等金融风

险。通过机构和部门间的信息共享，及时提醒欠费用户

补交相关费用；将ETC欠费行为纳入征信体系，引导货运

物流企业和货车司机依法诚信经营。

《通知》指出，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督促指导相

关单位，严格落实ETC车辆不少于5%的通行费基本优惠

政策，对通行本区域的ETC车辆实行无差别基本优惠。

鼓励ETC发行服务机构、收费公路经营管理单位等为

ETC用户提供更大优惠和多方式便利，在复用现有支付

基础设施条件下，增加应用场景，拓展服务内容，提高使

用便利性，结合积分、打折、返利、红包等多种形式增加用

户福利，吸引用户自愿安装使用ETC。 ■ 据央广网

自10月下旬以来，各大电商平台纷纷开启预售

活动，以最低价、限量款等吸引消费者预付下单。数

据显示，今年“双十一”期间，各大电商平台预售期热

度同比大幅增长。10月20日，天猫、京东同时开启

“双十一”预售，据淘宝直播数据显示，仅首日，两名

头部主播首场直播观看人次均在2亿以上，销售额

合计逾200亿元，其中不少是预售商品。11月1日

零点后，“尾款人”陆续开始支付。

记者采访发现，很多消费者反映，有的商品预售

价高于现售价。

邓邓购买一款品牌手机，原价近4000元，商家称

预售可以优惠500元。但付完尾款后几天，邓邓发现

该产品以现货方式上架，可优惠700元。邓邓质疑，

之前等链接上架、蹲点付款，等了快半个月价格却更

贵，那么预售的意义是什么？

天津市民小张也遇到同样情况。熬夜付完一件

大衣的尾款，她再进直播间发现，预售总价比直播间

现货价贵了100元。“当时问过客服预售价是否是最

低价，客服很肯定地承诺，

所以我才下单。”

还有消费者发现，需要支付的尾款高于预售时

标出的尾款。预售期间，小彭看到一家体育品牌网

店打出的优惠：指定日期时间段下单，算上送定金和

符合该商品价格段的满减优惠，一双运动鞋到手价

只需268元。等到付尾款，他一步步操作下来需要

支付287元。

一位大学生告诉记者，她发现个别商家在“到手

价”上做手脚。“消费者通常认为的‘到手价’等于‘定

金+尾款’，但有商家故意将‘到手价’解释为‘尾款’，

隐蔽地提高了价格。”

在黑猫投诉上，有消费者投诉称，商家承诺预付

减双倍定金，结果只减了一倍。某运动品牌被消费

者大量投诉，均称商家在承诺预售价为最低价后，放

出力度更大的优惠券。

业内人士表示，一些商家标榜的最低预售价高于

直接支付价，属于不履行价格承诺，涉嫌虚假宣传。

三部门：将ETC欠费行为纳入征信体系

“双十一”结束后，一些消费者发现：

预售比现买还贵 保价售后套路多

一年一度的“双十一”正式落下帷幕。虽然销售总量依旧火

爆，但今年各大电商平台纷纷推出的预售模式却引发了不小争议。

记者调查发现，预售引发大量吐槽。有不少消费者反映，付

完尾款后发现，有些号称最低价的预售商品比现买还贵；找商家

协商，却发现保价套路多，售后服务混乱。 ■ 据新华视点

数据显示，今年“双十一”期间，天猫及京东平台预售

成交总额高达1863亿元，同比增长34.4%。

记者发现，预售不仅是“双十一”促销手段，其实早已

存在于电商日常销售中，其中尤其以服装类居多。不少

小的服装品牌常年就是付款后7天发货、14天发货，有的

甚至45天发货。

业内人士表示，对消费者而言，电商平台往往会对预售

商品给予一定的价格优惠；对商家而言，通过预售可以事先

锁定部分用户，从而对销售额有更准确的预判及准备，备货

也更加从容。表面上看，这应该是一种消费者和商家双赢

的方式，因此在电商平台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吸引了不

少商家参与。但由于相关规则不够完善，易给消费者带来

不满意体验。

“一些预售商品的供应周期可能无法保证，或者出现

产品质量差、交货时间长，甚至有的订单无法交付，损害

消费者的利益。”资深互联网行业专家尹生分析说。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

江认为，商家采用预售经营时，必须遵守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电子商务法等法律法规。预售制从消费者付预售款

到商家发货有一个时间差，这段时间如果商家出现经营

不善或遇到其他问题，导致无法正常履行订单义务，有的

甚至可能关门跑路。如果出现类似情况，消费者往往很

难维权。

受访专家认为，从长远来看，不规范的预售将逐渐透

支消费者的信赖。陈音江认为，商家首先要诚信守法经

营，制定公平合理的预售规则，并且事先有效告知消费

者，尤其是预售规则中一些跟消费者有重要关系的信息，

要以醒目方式有效告知，兑现预售规则和双方约定的有

关承诺，确保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等。

北京云嘉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建议，电商平台应

建立更有效的内部监管机制，加强对商家经营行为的监

督，督促商家及时履约或退款，对预售欺诈行为及时采取

制止措施，必要时可直接取消电商入驻资格或要求其承

担赔偿责任。市场监管部门应加强监管，一旦发现违法

违规或者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要及时依法查处。

“7天无理由退换”已成多数网购商品惯例，但不

少消费者表示，预售商品想退款却没那么便捷。

记者调查发现，定金是很多消费者对预售吐槽

最多的。虽然有些商家承诺可以退还定金，但一些

消费者按照预售协议申请时发现困难重重。

天津一位消费者告诉记者，某运动品牌商家曾

表示，预售期间前4小时内付定金，后期不满意可以

退定金。但后来要退货时商家说，需要等到收货后

才能申请退款，结果长时间都无法拿到退款。

一些已经提交退定金申请的消费者还表示，被告

知无法退还。“服务助手发来的好几条信息都是‘提交

成功、处理中’，但后来就没消息了。几天后再去问客

服，对方却表示退定金时间已经过了。”北京的小王告

诉记者。

“退起来太复杂了，而且全是机器客服，光是等

人工就要等好久。”一位消费者表示。

许多平台宣传的保价服务也很难实现。小吕发

现，某电商推出的保价规则避开了“双十一”当天，还

有的商家在预售结束时下架商品链接，使该商品无法

保价。一位消费者告诉记者，付定金购买某品牌乳液

时客服承诺享受保价，等收到货后，却发现无法申请

保价。

此外，预售期过长、收货时间晚、无法修改寄送

地址等，也是消费者反映比较集中的问题。据黑猫

投诉统计，10月20日至11月13日，涉及预售的投诉

量达5280条，投诉主要集中在服饰、美妆等。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下发《关于规范“双十一”网络

促销经营活动的工作提示》指出，禁止采取“先提价后

打折”、虚构原价、不履行价格承诺等违法方式开展促

销，杜绝虚假宣传，妥善化解网络消费纠纷。

中国消费者协会也发出消费提示，提醒消费者

购买预售产品的，要明确预付款和尾款的支付时间

及金额、商家的发货时间、双方的违约责任等重要

事项。

针对预售出现的问题，电商平台是否已有监管

举措？记者以消费者身份咨询了多家平台的客服，

对方均表示注意到今年消费者关于预售的投诉，会

向商家发出通知规范相关行为。

预售商品想要退款不容易

如何保障消费者权益？

预售比现买还贵，“尾款人”质疑遭欺诈


